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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权威人士介绍
,

我 国 目前综合科技实力和最

发达国家相 比
,

要落后二三十年左右
,

要赶上并超过

发达国家
,

可能需要 一 年
,

甚至更长时间
。

中

国有着 千年的灿烂文化
,

有着古老的四大发明
,

可

是
,

明末清初后
,

我国在科技上逐渐落后了
。

翻开上

一世纪世界科技发展史
,

我们不难看出
,

对人类影响

较大的重大科技成果几乎 与 中国人无缘 在本世

纪
,

仅有的几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也都是长期旅

居海外
,

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

我 国已制定 了科教兴国的宏伟战略
,

正在实施

素质教育计划
,

这些无疑对缩小我国和发达国家在

科技上的差距具有重大意义
。

但是
,

目前我国高考

制度 尚无重大改革
,

应试教育的社会环境和观念还

长期存在着
,

这就造成我国学生基础理论知识掌握

较扎实
,

而知识面不够宽
,

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普遍

较差
,

这些学生今后有可能成为
“

高分低能型
”

人才
。

科教兴国关键在于人才
,

人才的关键在于教育
,

关键

在于通过素质教育培养一大批实践能力较强
、

有创

新能力
、

愿意为祖 国服务的高素质人才
。

作为高等

学校物理教师
,

我们在如何培养物理专业学生的实

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做了以下一些有益的探索和

尝试
。

一
、

改革现有的物理专业课程体系

我国不少大学的课程体系都是建国初期仿造前

苏联设置的
,

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
,

它过分强调

学科体系
,

和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
,

和现在的市场经

济已远不适应
,

为此
,

必须下大气力进行彻底改革
。

增加社会需要 的含有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课
,

增加有

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课
,

删除一些

知识陈旧落后
、

脱离时代和社会发展 的课
。

我们系

承担着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《面向 世纪师专物理

理程体系 》项 目
,

现 已完成
,

准备结项
。

我们的做法

是这样的 根据社会需要将物理专业分成几个大 的

专业方 向
,

如
“

物理教育
” 、 “

电子 电气
”

等
,

并在每一

个方向设置一组必 选课和一些任选课 包括一些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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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学科的课
,

让二
、

三年级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爱

好去 自选
。

这些课 中就有新增的如《教具制作 》《电

子制作况家用 电器况物理学史况摄影技术 》和《 语

言 》等课
。

通过 自主选课
,

学生真 正成为教学 的主

体
,

他们由过去被动地学变成现在主动去学
,

由学会

变为会学
,

通过近一年来的实践
,

学生们普遍反映学

习效率提高了
,

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了
。

二
、

重新修订教材

我 国大学以前用 的不少教材都是多年不变
,

一

直沿用下来的
,

其中有些 内容脱离实际
,

已经和时代

发展不相适应 另外
,

一些最新的科技成果 尚未吸收

到教材里
,

这就迫切需要 重新修订教材
。

结合《面

向 世纪师专物理课程体系 》项 目
,

我们 已经修订

或计划修订的教材有 《物理学史况摄影技术 》《家用

电器况电子技术实验指 导书洲高频 电路 实验指 导

书》《教具制作 》和《电子制作 》等
。

在《家用 电器 》一

书里
,

我们新增 了
“

家庭影院
” 、 “

家用 电脑
”

和
“

通讯

器材
”

章内容
。

在
“

家庭影 院
”

一章里
,

主要介绍了

最新家庭影院器材
,

如 影碟机
、

超级 影碟

机
、

数码影碟机
、

功放
,

以及家庭影院器材

的配置
、

连接等
,

包括最新 的计算机家庭影 院的配

置
、

连接
。

在其他传统章节里
,

也都增加了含有高新

技术的产品介绍
。

如在
“

空调器
”

一章增加了
“

直流

数字变频空调
”

和
“

健康空调
”

等方面 的内容 在
“

电

冰箱
”

一章增加 了
“

数字温控
、

环保节能
、

保鲜冰箱
”

等方面 的内容 在
“

彩色 电视
”

一章新增 了
“

卫星 电

视
” 、 “

有线电视
” 、 “

数字 电视
”

和
“

高清晰度电视
”

等

方面的内容 在该书中还增加了家用电器的维修等

方面的内容
。

在其他几种修订过的教材里
,

也都增

加了一些新知识新技术方面的内容
。

通过近一年的

试用
,

学生普遍反映
,

这些修订过的教材简洁
、

易学
、

实用
、

新颖
。

三
、

改革实验课教学方法

传统实验教材上的实验步骤一般很详细
,

学生

实验时只需根据实验步骤按 图索骥一步步去做
,

总
, ,



能做出实验结果
。

另外
,

传统的电路实际一般都选

用现成的实验板
,

学生实验时
,

只须连接一下仪器和

实验板的连线
,

测一些数据就算完成任何了
。

这样

就扼制了学生的创造力
。

针对这一 问题
,

我们在《电

子技术实验 》和《高频 电路实验 》教学中采用 了一些

新的教学方法
,

有力地培养了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

新能力 我们首先重新编写了这两门实验课的指导

书
,

在书中
,

一般只给出实验 目的要求和实验电路原

理 图
,

让学生预习时设计元器件连接图和仪器接线

图
,

并制定详细实验步骤
。

实验时
,

让学生根据 自己

预习时设计的图
,

利用 电路实验箱上 的面板元器件

区
、

直流 电源
、

交直流表和外部示波器搭接线路
,

调

整测量
。

通过一段时间运作
,

可 以看出
,

不管学生采

用什么样的方法步骤去做
,

一般都能得出正确结果
,

甚至有些学生制定的实验步骤 比老师预设的还要简

捷容易
。

另外
,

我们还根据实验课需要
,

适 当选择了

些和实践结合较密切的实验
,

如
“

收音机安装调试
” 、

“

无线话筒安装调试
”

和
“

调频实验
”

等作为实验课内

容
。

四
、

开辟第二课堂
,

开放实验室
,

开展 假社会

实践活动

在长期教学实践中
,

我们注意到
,

仅靠一些实验

课去培养物理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远

远不够的
,

而第二课堂活动在这方面正好可 以作为

一种很好的补充
。

为此
,

我们根据物理专业的特点
,

让学生 自愿参加成立了以
“

家电维修
” 、 “

电子制作
”

和
“

计算机操作
”

为主的第二课堂活动小组
,

定期开

展活动
。

系里为此提供了必要 的场地和仪器设备
,

并派专人指导
,

还开放了实验室
。

通过这一活动
,

这

些学生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实用知识
。

如初

步掌握 了家用 电器 的维修方法
,

熟练掌握了计算机

常用软件的使用
,

并制作了许多实用 电子 电路
。

另

外
,

我系学生还利用暑假时间
,

到农村开展 了以
“

家

电维修
”

和
“

科普讲座
”

为主的社会实践活动
,

培养了

能力
,

受到 了农民群众的欢迎
。

五
、

增加课程设计
、

毕业实习
、

毕业设计等环节

为了使物理专业学生尽早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

实践中去
,

我们给二年级学生增加了《电子技术课程

设计 》课
。

学生通过理论设计和实际制作
、

调试相结

合锻炼
,

初步掌握 了 电子 电路设计
、

制作和调试方

法
。

另外
,

除安排物理专业学生参加教学实习外
,

我

们还安排他们到工厂实习
,

结束后
,

让他们根据选修

专业方 向做毕业设计
。

通过这些措施
,

有力地培养
·

了学生的综合能力
。

六
、

鼓励在校学生搞科研
,

撰写科技论文

我们系历来注重因材施教 对在某一方面有特

长的学生
,

我们系还指派专人对他们进行培养
,

鼓励

引导他们搞科研
,

指导他们撰写科技论文 级有

个学生编制的
“

资料管理系统
”

软件和撰写的论文获

学校一等奖
。

七
、

改革考试方法

传统的考试方法是 闭卷考试
,

学生在学习阶段

只有硬记一些所谓重点的东西
,

考试时才有可能考

出好成绩
。

我们认为通过这样的考试方法培养的人

才
,

将有 可能成为
“

高分低能型
”

的
。

而我们要培养

的
,

是具有较扎实专业基础
、

有较宽的知识面
、

掌握

一定的学习方法
、

有一定 的 自学能力并且善于运用

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
。

为此
,

我们将

部分理论课如《 语言 》等变为半开卷考试
,

也就是

主观题开卷
,

客观题闭卷
,

并且计划逐步增大主观题

的难度和 比例
。

从客观题可以看出学生掌握基础知

识的情况 而主观题则可以让学生通过分析问题
、

查

找资料
、

解决实际问题这一途径
,

拓宽知识面
,

培养

实际能力
。

另外
,

实验课如《电子技术实验 》和《高频

电路实验 》等的考试考核
,

也做了一些改革
。

将实验

课成绩分成两部分
,

一部分是平时实验成绩
,

另一部

分是考核成绩
。

平时成绩体现了学生每次实验的预

习情况
、

操作技能和实验报告质量
,

其 目的是督促学

生认真对待每一个实验
。

我们将考核和第二课堂活

动
、

学生科研活动结合起来做
,

让学生通过查找资

料
,

任选一个和实验课有关的项 目
,

利用业余时间制

作
、

调试
,

并撰写相应的总结论文
,

期末之前完成
,

根

据这些评定考核成绩
。

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

力
,

又培养了他们的创新能力
。

、
、

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进行教学

传统的教学手段 比较落后
,

板书全靠教师用粉

笔去写去画
,

有些 图表如电路图等 比较复杂
,

画起来

费时费力
,

讲起来也 比较生硬不易理解
。

而我们系

老师利用 自制的课件或购买 的教育软件
,

用计算机

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
,

就生动直观
,

学生反映容易理

解和掌握
。

另外我们系学生也 比教善于利用国际互

联网查找资料
,

获取最新信息
。

九
、

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

要培养出实践能力强
,

有创新能力的学生
,

就必

须有一支高素质 的教师队伍
,

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

的今天
,

对物理专业更是如此
。

为此
,

我系每学期都

现代物理知识



物理语言的特点斜雇物理教学中的功憾

马 守 田

内蒙古伊盟电大物理系 东胜

语言是人们彼此交流思想 的一种手段
,

是人类

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
。

在物理教学 中
,

师生之 间信

息传递的主要载体是外部语言
,

而师生双方思维活

动的载体是内部语言
。

物理语言除了具有语言的共性之外
,

还有其 自

身的特点
。

物理学中有专门表述 自己的概念
、

规律
、

定律的专用词汇
、

术语等
。

在语言的句式或语群的

规律方面也有别于其他学科
。

要达到教学效果的优

化
,

师生之 间语言相通继而达到情感交融则是最基

本的条件
,

这要求教师要讲究语言艺术
,

加强语言修

养
,

还必须注意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
,

特别是物

理语言的表达能力
。

没有语言
、

语句等语言形式
,

也

就没有概念 没有判断和推理
,

也就不可能有思维活

动
。

一
、

物理语言的特点

物理语言的基本特点表现在它 的简练性
、

严密

性
、

精确性和理想化方面
。

,

简练性 物理语言之简练
,

一方面体现于
“

量

上之少
” ,

另一方面则是蓄于
“

质上 的精
” ,

著名 的牛

顿第一定律仅用 个字揭示 了宇宙中所有物体的

共同规律 —在不受外力时不改变原来运动状态

的规律
,

还告诉我们物体有保持原来的匀速直线运

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
。

认真推敲这 个字
,

真

是一个也不能改
、

一个也改不掉
。

严密性 物理语言有严谨致密的结构
,

这同

日常用语的松散结构有明鲜的不 同
,

它不容以偏概

全
,

不允许臆测推断
,

它还必须遵守一定的语序
。

例

如
,

光的反射定律中一定要说反射角等于人射角
,

而

不能说人射角等于反射角
,

尽管这两个角是相等的
,

但语序的颠倒将造成因果关系的倒置
。

精确性 物理语言的精确性表现在准确和定

量化方面
。

它可以充分运用数学工具进行表述和推

理
。

例如
,

阿基米德定律
,

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

上 的浮力
,

浮力 的大小等于排开液体的重力
。 “

浸

在
”

两字就很精确
,

它指全部浸人液体中的物体
,

也

指只有一部分浸在液体中的物体
。 “

排开
”

二字也表

述得很精确
,

指 出了一个力等于另一个力
,

我们也可

以用数学式 浮 二 排 来计算浮力的大小
,

又可以

用不等式 凡
·

凡 来判断物体的浮沉
。

理想化 理想化是物理语言突出的特点
,

从

大量的具体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化模型
,

概括了

一类事物的特点
,

突出了影响事物变化的主要方面
,

让每位老师制定具体可行的 自修提高计划
,

包括科

研
、

自学提高
、

教学等方面
,

到期末逐项核对
,

作为年

终考评的依据
。

另外
,

我系还聘请了一些 国 内著名

专家学者为我系特聘教授
,

定期到系举办讲座
,

介绍

本学科前沿知识
,

指导教学和科研
。

这些都有力地

促进了我们系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
。

十
、

创建系办高科技企业

近年来
,

我系先后引进一些具有硕士学位的企

业工程技术人员到系任教
,

搞科研
。

目前
,

我系在省

教育厅立项的项 目有 个
,

现 已取得较大进展
。

另

卷 期 总 期

外
,

还有一些 已通过省市级鉴定的科研成果和专利

储备
,

已具备创办高科技企业的条件
。

现在
,

我系正

在着手筹建高科技企业
,

为培养教师的科研能力
、

学

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创造一个 良好的条件和环

境
。

通过近年的探索和尝试
,

我们物理专业学生的

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普遍有所提高
,

毕业的学生也

已得到社会的认可
,

不断有用人单位到系商谈用人

事宜
。

今后
,

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探索力度
,

为社会培

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
。


